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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体标准《承压设备焊接接头交流电磁场检测》 

征求意见说明 

一、任务来源 

为推进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在特种设备领域内的应用，提高交流电磁场检测技

术对承压设备焊接接头的检验效率和质量，规范人员及技术规程，维护承压设备运

行安全，由济宁鲁科检测器材有限公司提出，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立项。 

2023年5月16日由济宁鲁科检测器材有限公司提出申请，经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

节能促进会，决定团体标准《承压设备焊接接头交流电磁场检测》的制定。 

本项目为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团体标准，计划在 2024年6月完成报批。 

二、目的及意义 

压力容器、锅炉、管道等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，但是由于其常

处于恶劣的服役环境中，因此结构表面极易产生腐蚀、裂纹等缺陷，威胁设备的安

全运行。 

目前常用的检测方法为磁粉检测和渗透检测，但是磁粉检测和渗透检测在检测

之前需要停工停产，增加了检测的成本；在被测设备的表面通常都有油漆层，受到

自然因素影响，表面也会出现铁锈、腐蚀坑等影响表面探伤的干扰物。如需进行表

面探伤，必须进行表面处理，去除涂层、打磨铁锈等，既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，也

对工件表面造成了损伤。而且目前压力管道、容器的检验也都是以抽检为主，就是

受到该因素的影响。两种方法都只能检出裂纹，并不能测出裂纹的深度，无法对设

备进行必要的安全评估，增加了设备安全运行的风险；并且两种检测方法都会产生

废渣和废液，污染环境。 

交流电磁场作为近几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型无损检测技术，具有可以实现在役检

测、无需表面清理、不需要后处理、可以实现裂纹的精准定量评估等优点，目前已

经证明对金属结构表面裂纹具有很好的灵敏度，所以推进交流电磁场在特种设备焊

接接头检测上的应用，可以提高特种设备的检测效率，降低检测的时间，产生良好

的经济效益，更有利于保障设备的安全运行和人民的生命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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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编制原则 

（1）标准是在近年来研究基础上，参考国际标准、广泛征求同行及使用单位

的意见、充分考虑我国行业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趋势，并以此为技术依据制定，

主要参考文献有以下： 

——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 

——G B/T 9445 无损检测 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 

——G B/T 12604.6 无损检测术语 涡流检测 

——G B/T 20737 无损检测 通用术语和定义 

——N B/T 47013.1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1 部分:通用要求 

——《水下钢结构交流电磁场裂纹检测规范》 

——《在役导管架平台结构检验指南》 

——《在役导管架平台结构检验指南》、 

——ASTM  E2261 Standard Practice for Exam ination of W elds U sing the 

Alternating Current Field M easurem ent Technique 

——《Standard Practice for Exam ination of W elds U sing the Alternating 

Current Field M easurem ent Technique》 

——《TW I ACFM  Course N otes for U se w ith CSW IP and Lloyds ACFM  Level 1 

and 2 Training Courses》，TW I 

（2）标准编制遵循“统一性、协调性、适用性、一致性、规范性”的原则，严格

按照《GB/T 1.1-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》的规定

进行编写和表述； 

（3）与国家法律、法规及有关标准保持一致。 

四、主要技术内容 

本标准规定了交流电磁场检测的术语和定义、检测人员及设备的要求、检测工

艺的基本要求、缺陷的评判及检测报告等基本要求。 

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检测工艺规程、

人员要求、检测设备和器材、检测实施、显示分析及缺陷判定、检测记录及报告等。 

本标准重点关注问题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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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交流电磁场检测相关术语及定义。本标准对交流电磁场检测用相关坐标系定

义、术语进行了规定，统一检测要求，避免检测歧义。 

2、检测人员及设备要求。对检测人员相关技能要求以及设备相关参数进行了规

定，明确人员及设备要求。 

3、检测规程要求。规定检测前表面处理、检测流程及检测完成后的处理，规定

检测流程，保证检测结果的有效性、一致性以及复现性。 

4、缺陷判定要求。明确缺陷判定方法，规定缺陷判定的几个要点，减少缺陷误

报，提高检测精度。 

 

五、主要技术难点 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，主要技术难点如下： 

1、本标准研究解决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： 

1）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国内推广较晚，标准体系不完善。检测人员依照国外

标准进行作业，作业流程及方法不符合国内国情，导致检测效果不理想。 

2）不同检测人员对现有标准的理解不同，检测流程不明确，检测结果不一致，

复现性差。 

2、本标准将进一步梳理在交流电磁场检测环节的主要工作逻辑流程，考虑作业

人员和自检人员的作业习惯，确立合理的工作流程，提高工作的效率，降低可能存在

的风险隐患，提升工作的便利性。 

3、本标准结合当前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应用的现状，按照承压设备焊接接头

检测规定进行制订，对于其他应用场景下的金属焊接接头，在修订过程中不进行特

殊的考虑，但可以参照本标准执行。 

4、汲取不同领域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应用的经验，制订出适应新形势的先进

团体标准。 

 

六、工作概况 

1、第一次工作会议（启动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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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5月，根据现有标准发展状况，济宁鲁科检测器材有限公司在特种设备安

全节能与促进会的指导下，联合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等12家科研和应用单位，提出

制定团体标准《承压设备焊接接头交流电磁场检测》的思路，规范特种设备行业内焊

接接头交流电磁场检测技术的操作流程，保障该技术在特种设备焊接结构检测方面的

应用质量，推进无损检测新技术在特种设备领域的应用，逐步完善交流电磁场检测技

术标准体系。2023年7月成立标准编写组，组织立项准备会议，经过会议讨论，形成了

标准的工作思路与编制原则，初步确认了标准技术方案与内容框架。会议还就现阶段

任务分解与分工、标准进度及下一步工作安排进行部署和规划。 

2、第二次工作会议 

2023年8月，编写组召开第一次讨论，各参与单位就标准框架及范围展开了充分

讨论，按照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检测工艺规程、人员要求、检测设

备和器材、检测实施、显示分析及缺陷判定、检测记录及报告等9部分进行编写，结

合检测公司丰富的工程应用经验、高校丰富的科研经验讨论形成了标准草案，并提

出了相关修改意见。 

3、第三次工作会议 

2023年10月13日，工作组召开第二次讨论会，主要对修订后的标准草案进行讨

论。会议由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杨志伟主任主持，济宁鲁科检测器材刘正存

负责汇报专家意见汇总及草案修订情况，与会的11名专家重新对修订后的草案稿进

行了审查，提出了部分修改建议，会议现场对修改建议进行了讨论，确定了草案修

改内容，会后完善。 

4、形成征求意见文件 

第三次工作会议之后，工作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后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

稿初稿，以及征求意见说明初稿，在编制组内部进行征求意见并提交至专家组审核，

经过汇总、处理编制组内部反馈意见后，进一步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征求

意见说明。 

 

七、申请征求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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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编制组成员的共同努力， 团体标准《承压设备焊接接头交流电磁场检测》 已

完成征求意见稿等征求意见文件， 具备了征求意见条件， 请主管部门审查并组织 

向社会征求意见。 

团体标准《承压设备焊接接头交流电磁场检测》编制组
 

2024 年 1 月 2 日 




